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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井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委员：韩昌镇(县长)

_‘李泽钟(原县长调离)

副主任委员：‘李江海(副县长)

金昌权(原副县长调离)

郭三渫(县志办主任)

侯卓发(原政府办副主任)

顾 问：蔡周凤(原人大主任)

委 员：崔日云(人事局局长)

黄永吉(原财政局局长)

宋熙山(农业局局长)

陈维夫(经委主任)

鱼允元(档案局局长)

聂景华(原文化局副局长调离)

金贞海(商业局副局长)

纪桑凤(统计局局长)

尹泳实(原教育局局长调离)

李柱赫(原科委主任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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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修志工作人员
(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丁友信文龙范王凤 王永香l王丝些
王岩·王彦俊尹凤铉 尹永根 尹泽彬邓占存

玄学男 玄顺植 冯锡林 申泰权 申 泽 田 瑶

许东魁刘玉刚 刘炳洙 刘树辉 安东柱安京烈

安春青戚国瑞朴万植朴永吉朴东均朴龙洙

朴泰淳朴钟燮朴景洙权宁寿 权德生邢玉华

吕鹏云全云锡全南龙 全曾吉任承赫朱正东

孙广文 孙日奉 孙周石 辛英民 李龙瑞 李在万

李官振李春李树山 李俊义 李炳学李泰奎

李逢春‘李庭献李黄孙李鸿俊杜永春时奉义

张永皓张致焕张雄石张惠清郑奎琥杨鸿明

具会镇金元石金世哲金仁善金芝哲金在赫

金秀根金秀峰。金时官金京默金相禹 金基周

金曾峰金善姬鱼允元席艳玲姜斗官姜世杰

姜致铉姜健洪恒义南基石南基旭赵立福

赵复荣侯成德康润烈 高 彬 郭志远 梁顺锡

柴寿义 黄水天黄宪哲黄奎燮 崔大天崔秀天

崔明林崔昌林崔英哲崔河淳 崔相云崔钟立

崔哲松崔镇协韩 书韩光日 韩泰旭蔡云洙

蔡贞实



序

《龙井县志》，五度寒暑，付梓问世。这是全县人民值得庆贺的

一大喜事。

龙井是四面环山，江河横贯的小盆地。自清代咸丰、同治年间，

山东、朝鲜等地的移民来此开发、生息繁衍，迄今已有130余载。在

这段历史中，龙井县各族人民为开发，建设边疆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

争；为抗拒外来侵略者进行了殊死搏斗，为解放全中国进行了英勇战

斗；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后，全县各族人民励精图治，团结战斗，创造了过去任何时代无

法比拟的丰功伟绩。有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需要记载，有大量珍

贵史料需要辑存，有不少宝贵的经验和教训需要总结，使之有益于当

代，惠及于子孙，这是我们当代人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

龙井县修志始于民国初期，公元1914年(民国三年)撰成首部县

志。这部志书，虽对我县的沿革，地理，教育，财政等方面有所记

载，但过于简略，尤缺经济、科技，人物的载述，而新编《龙井县志》

门类齐全，内容翔实，体例得当，科学地记述了我县历史的变迁和现

状o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o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县同全国

各地一样，出现了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上百业兴旺的盛世。值此，
． 中共龙井县委、县人民政府作出编修新县志的决定。于是有志于此的

修志之士，在文献资料历经战乱颠簸，外寇肆虐， “文革"浩劫，散

失殆尽的情况下，着手筹划。五年来，在各级领导的重视，各单位的

支持，专家、学者的指导下，以新的观点，新的方法，实事求是地进

行记述，几易其稿，终铸成篇。这部80余万字的志书，虽在内容、体例、

文字诸方面难免有不妥之处，但它基本上反映了龙井县的历史和现状，

以及各项事业的全貌。因此，它将是积累与保存地方文献史料的一方

之书，为各级领导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成为向各族人民进行爱国主义，

共产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乡土教材。为此，，我谨代表县人民政府，

向为本志擘画周详，殚精竭虑的各级领导，专家、学者和全体修志人

员以及无私地提供资料的单位和个人，致以诚挚的谢意。



龙井县各族人民富有奋发图强，勇往直前的优良传统。在改革开

放，向社会主义四化进军的历史时期，必将再展宏图，创造出更加灿

烂的业绩，谱写出更加壮丽的新篇章。

’
谨献此言，是以为序

李泽钟

1988年7月



修志 始末

新修《龙井县志》，始于1984年8月，10月组建队伍；1985年办班

培训、搜集资料，1986年试写、分纂；1987年总纂；1988年修改定稿；

1989年6月进厂付印，9月出书o

1984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1980)16号文件精神，成立龙

井县史志办公室，9月配备人员，开始编志工作。

社会主义新县志，是--I"7纵贯古今，横及百科的综合性边缘学科，

具有“资治，教化、存史’’作用，要求详今略古，反映时代风貌，突

出地方特色，做到统览古今，利于当代，启迪后人。可谓内容浩繁，

工作艰巨。在关键的1985年，县志办做了五个方面的工作。

一、宣传发动，筹建队伍。修志伊始，认识不一。有人说。“工

作忙，腾不出人手"o有人说： “经费包干，没有专项开支"o有人

说： “修志修不出产值，不必修"o但是，县委、县政府予以重视，

广泛宣传发动，并责成组织人事部门负责筹建修志队伍，不到半个月

就建立了由在职干部、退居二线干部、离退休干部组成的62人修志专

业队伍，后发展到122人o

二，制定规划，落实任务。拟定《龙井县志编纂工作规划与方案》，
经县委同意，以县委办公室文件转发至县直各机关，并把修志任务分

别落实到72个科局和部门，分头编写专业志。

三，举办学习班，培训专业人员。本着“能者为师，互教互学"

原则，举办学习班，就修志指导思想，体例、规范、资料搜集，采访

口碑等问题；组织专题讲课，学议结合．提高了修志人员的业务素质。

此外，还选派10人到东北师大历史系学习了2个月。

四，制定篇目，指导搜集资料。修志好比一项工程，篇目是工程

设计图。在制定篇目大纲过程中，我们注意继承和创新相结合，突出

时代、地方，行业特点，并印发至各单位，以利于搜集资料。

五，集中人力，广征博采历史文献和口碑资料。在培训专业人员

的基础上，全面开展搜集资料工作。资料是修志的基础，占有充分资

料，方可修好志书。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节省开支，我们兵分两路，

各把一口。即县志办负责搜集建国前的历史资料，各专志单位负责搜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集建国后的史料。本着先近后远，先易后难的原则，共走出1 000余人

次，到县、州有关部门和吉林、长春、哈尔滨、沈阳、大连，北京，

南京等地的档案馆和图书馆，查阅档案资料上万卷，搜集资料2 000余

万字。这些资料反映各项事业的历史和现状，蕴含着事物发展的规律，

为编写新县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6年，大部分专业志转入试写。

《文化艺术篇》率先付梓，《民政信访》、《气候物候》等篇，章相

继成书，20余篇专业志陆续脱稿，打印成书o

1987年，增强写作班子，全面开始总纂。5月，省志办在我县召开

《龙井县文化艺术篇》志稿评议会。这使我们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把文化艺术篇修改得更加充实完善，并对龙井县志的总纂起到了开塞

导流，祛芜扶菁的作用，使总纂如期完成，在州内第一个付印出版o

《龙井县志》如期编成，实赖于以下诸端：

～、领导重视。修志工作起步以来，主管领导四易。黄昌洙，徐

昌杰、金昌权、李江海先后主管修志，都很重视，曾多次召开各类会

议，研究解决修志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原县委副书记黄昌洙，把

修志视为非修不可的一件大事，亲自过问，具体决策，对所需人、财，

物，给予恰当的解决。县委副书记朴万春，支持修志工作，亲自召开党

派群团修志工作会议，就存在问题具体研究，妥善解决，并为县志办

物色和推荐编写人员。主管副县长，县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李江海，

--N任就到县志办听取汇报，了解情况，然后到问题较多的部门，召

集有关领导，研究解决面临的问题，保证修志工作顺利进展。 ．

二、部门支持。专业志是县志的组成部分，承担修志任务的各部

门负责人，将修志工作纳入部门工作议事日程，成立相应的修志领导

机构，配备得力的修志人员，在办公地点和活动经费方面，创造条件，

给予大力支持。这些部门有：组织部、人事局，档案局，民政局，卫

生局、教育局、交通局、粮食局，农业局、林业局，武装部、水利局，

区划办，文化局、畜牧局，邮电局，建委，民委，物价局、外贸局，

税务局、财政局、农电局。

三、修志人员努力。在修志人员中退居二线和离、退休干部居多，

他们人老志不衰，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甚至带病坚持工作，可谓“三

更不寐五更起，一片丹心献志乘”。中青年为修志中坚，查档案，抄资

料，访口碑，不畏寒暑，不惧艰难，表现了忘我的精神。他们主要是。



姜治铉、蔡贞实、李炳学、崔英哲、姜斗官、崔秀天，申泰权、黄奎

燮、孙日奉、邓占存、玄学男、金仁善，李鸿俊、张致焕、具会镇、

辛英民、康润烈，崔镇协，李泰奎、朴钟燮、李龙瑞、金芝哲j李黄

孙、李树山、尹凤铉、任承赫、朴永吉、侯成德、郭志远。

吉林师大教授张博泉亲自审阅并修改《龙井县志》的部分章节；

省志办秘书长夏为民，市县指导处处长张玉清，副处长王希恩，地方

志协会副秘书长唐雅芝以及应方德、朱文翰、陈利民、王相义等同志，

多次具体指导龙井修志，并参加部分志稿的审查。对此我们深表谢意。

我们相信《龙井县志》问世以后，会收到一些“经世致用"之效。

我们修志之士，为修成新《龙井县志》而欣喜，亦为志书质量不高而

内疚，诚望世人批评，来者匡正。

龙井县志办公室



凡 例

一、本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

观点和方法，广征博采，详今略古，批判地继承遗产编纂出的第一部

社会主义新县志。

二、本志书记事上限从1912年起，下限至1985年底，部分内容适

当上溯，以求反映历史全貌。

三、本志书采用篇、章、节、目体，以事业分篇，立大事记，建

置沿革、自然环境、人口民族、农业、畜牧、水利、林业、土特产，

电力、工业、交通邮电、商业、粮食、财政金融、工商物价、’城乡建

设、党派群团、政权、政法、军事、民政信访、劳动人事、外事侨务，

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人物共28篇96章319节，计80余万字，并

附有彩照和示意图。

四，本志书采用记、志、传，图、表体裁，以求图文并茂。在处

理各篇内容归属上，事以类从，集中设置。各专篇只记专业，不记非

专业，以避重复，横排竖写，纵横结合。

五、本志文字叙述，除少数引用古籍原作沿用文言文和特定含义

的繁体字外，其余均用现代语体文记述，并用国家统一公布的简化

字。

六、本志书不为生人立传。立传者多为革命烈士和已故的党政干

部、英雄模范、专家学者，社会名流以及对历史起阻碍作用的少数人

物。

七、历史纪年均用公年，1931年前括注帝号纪年。龙井县解放日

期为1945年8月15日。

八，本志书所记机构名称，各篇第一次出现用全称，而后采用约

定俗成的简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简称“建国，，o

九、龙井县建于1913年(民国二年)，始称延吉县，1983年4月7日

更名为龙井县。本志记述县名，以史实为准。

十、本志书资料，主要录自县直各部门撰写的志稿或史料，以及

档案、报刊、口碑等资料。资料多经考证筛选，力求翔实可靠。为节

省篇幅起见，没有注明出处。



修志机构，人员名单

龙井县政区示意图

彩照

序

修志始末

凡例

第一篇大事记

目 次

第二篇建置沿革

第一童建置

第一节位置面积⋯⋯⋯⋯⋯⋯⋯37

第二节隶属沿革⋯⋯⋯⋯⋯⋯⋯⋯37

第二章疆域区划

第一节区域演变⋯⋯⋯⋯⋯⋯⋯⋯38

第二节行政区域⋯⋯⋯⋯⋯⋯⋯⋯38

第三章县城乡镇

第一节县城⋯⋯⋯⋯⋯⋯⋯⋯⋯⋯46

第二节乡镇⋯⋯⋯⋯⋯⋯⋯⋯⋯⋯48

第三节县名含义地名考⋯⋯⋯⋯53

第三篇自然环境

第一章地质地貌

第一节地质⋯⋯⋯⋯⋯⋯⋯⋯⋯⋯57

第二节地貌⋯⋯⋯⋯⋯⋯⋯⋯⋯⋯58

第二章山脉河流

第一节山脉⋯⋯⋯⋯⋯⋯⋯⋯⋯⋯63

第二节河流⋯⋯⋯⋯⋯⋯⋯⋯⋯⋯66

第三章±壤檀被

第一节土壤⋯⋯⋯⋯⋯⋯⋯⋯⋯⋯71

第二节植被⋯⋯⋯⋯⋯⋯⋯⋯⋯⋯72

第四章气候物候

第一节气候⋯⋯⋯⋯⋯⋯⋯⋯⋯⋯74

第二节物候⋯⋯⋯⋯⋯⋯⋯⋯⋯⋯80

第五章自然资源

第一节土地利用现状⋯⋯⋯⋯⋯⋯82

第二节水资源⋯⋯⋯⋯⋯⋯⋯⋯⋯83

第三节森林资源⋯⋯⋯⋯⋯⋯⋯⋯85

第四节生物资源⋯⋯⋯⋯⋯⋯⋯⋯85

第五节矿藏资源⋯⋯⋯⋯⋯⋯⋯⋯89

第四篇人口 民族

第一章人口

第一节历代人口⋯⋯⋯⋯⋯⋯⋯⋯93

第二节人口构成⋯⋯⋯⋯⋯⋯⋯⋯93

第三节计划生育⋯⋯⋯⋯⋯⋯⋯⋯95

第=章民族

第一节朝鲜族⋯⋯⋯⋯⋯⋯⋯⋯98

第二节汉族⋯⋯⋯⋯⋯⋯⋯⋯⋯106

第三节回族⋯⋯⋯⋯⋯⋯⋯⋯⋯108

第四节其他民族⋯⋯⋯⋯⋯⋯⋯109

第三章人民生活

第一节职工生活⋯⋯⋯⋯⋯⋯⋯109

第二节农民生活⋯⋯⋯⋯⋯⋯⋯110

第五篇农业

第一章±地开垦

第一节旱田开发?⋯⋯⋯⋯⋯⋯”117

第二节水田开发⋯⋯⋯⋯⋯⋯⋯117

第二章±地制度和生产组织

第一节私有制⋯⋯⋯⋯⋯⋯⋯⋯120

第二节过渡时期土地制度⋯⋯⋯122

第三节公有制⋯⋯⋯⋯⋯⋯⋯⋯124

第三章农作物

第一节农作物分布⋯⋯⋯⋯⋯⋯126

第二节农作物品种⋯⋯⋯⋯⋯⋯127

第三节农作物产量．⋯⋯⋯⋯。3f嗣
_‘}7



第四辜农技农艺

第一节耕作制度⋯⋯⋯⋯⋯⋯⋯135

第二节作物栽培⋯⋯⋯⋯⋯⋯⋯136

第三节土壤改良⋯⋯⋯⋯⋯⋯⋯139

第四节病虫害防治⋯⋯⋯⋯⋯⋯140

第五章农机具

第一节耕作动力⋯⋯⋯⋯⋯⋯⋯142

第二节耕作机具⋯⋯⋯⋯⋯⋯⋯142

第六篇畜牧

第一章饲养

第一节饲养种类及畜禽结构⋯⋯145

第二节饲养量⋯⋯⋯⋯⋯⋯⋯⋯146

第二章品种改良

第一节延边黄牛⋯⋯⋯⋯⋯⋯⋯150

第二节东北半细毛羊⋯⋯⋯⋯⋯151

第三节延边奶山羊⋯⋯⋯⋯⋯⋯152

第四节本地猪⋯⋯⋯⋯⋯⋯⋯⋯153

第五节鸡⋯⋯⋯⋯⋯⋯⋯⋯⋯⋯1 54

第三章疫病防治

第一节机构⋯⋯⋯⋯⋯⋯⋯⋯⋯154

第二节疫病防治⋯⋯⋯⋯⋯⋯⋯154

第四章饲料草场

第一节饲料⋯⋯⋯⋯⋯⋯⋯⋯⋯156

第二节草场⋯⋯⋯⋯⋯⋯⋯⋯⋯157

第七篇水利

第一章水利工程

第一节河道治理工程⋯⋯⋯⋯⋯163

第二节蓄水工程⋯⋯⋯⋯⋯⋯⋯166

第三节灌溉工程⋯⋯⋯⋯⋯⋯⋯169

第=章水土保持

第一节水土流失⋯⋯⋯⋯⋯⋯⋯174

第二节水土流失治理⋯⋯⋯⋯⋯174

第三章水利管理

第一节机构⋯⋯⋯⋯⋯⋯⋯⋯⋯175

第二节河道管理⋯⋯⋯⋯⋯⋯⋯175

第三节水库管理⋯⋯⋯⋯⋯⋯⋯175

· 2 ‘i

第四节灌溉工程管理⋯⋯．．．．．．⋯176

第八篇林业

第一章森林概况

第一节林种分布⋯⋯⋯⋯⋯⋯⋯181

第二节面积蓄积⋯⋯⋯⋯⋯⋯181

第二章植树造林

第一节采种育苗⋯⋯⋯⋯⋯⋯182

第二节造林⋯⋯⋯⋯⋯⋯⋯⋯⋯183

第三节封山育林⋯⋯⋯⋯⋯⋯⋯186

第三章森林保护

第一节护林机构⋯⋯⋯⋯⋯⋯⋯186

第二节护林防火⋯⋯⋯⋯⋯⋯⋯187

第三节病虫害防治⋯⋯⋯⋯⋯⋯188

第四节野生动植物保护⋯⋯⋯⋯】89

第五节林业“三定"⋯⋯⋯⋯⋯189

第四章采伐经销

第一节采伐⋯⋯⋯⋯⋯⋯⋯⋯⋯190

第二节林木产品购销⋯⋯⋯⋯⋯191

第九篇土特产

第一章烟草

第一节烤烟⋯⋯⋯⋯⋯⋯⋯⋯⋯195

第二节晒烟⋯⋯⋯⋯⋯⋯⋯⋯⋯198

第=章果树

第一节苹果梨⋯⋯⋯⋯⋯⋯⋯⋯199

第二节苹果⋯⋯⋯⋯⋯⋯⋯⋯⋯200

第三节果园管理⋯⋯⋯⋯⋯⋯⋯+202

第三章其他±特产

第十篇电力

第一章发电

第一节火力发电⋯⋯⋯⋯⋯⋯⋯207

。第二节水力发电⋯⋯⋯⋯⋯⋯⋯209

第三节列车发电⋯⋯⋯⋯⋯⋯⋯210

第二章供电设施

第一节输电线路⋯⋯⋯⋯⋯⋯⋯210



第二节变电所(塔)⋯⋯⋯⋯⋯211

第三节配电设备及线路⋯⋯⋯⋯213

第三章用电

第一节城镇用电⋯⋯⋯⋯⋯⋯⋯214

第二节农村用电⋯⋯⋯⋯⋯⋯⋯215

第三节安全用电⋯⋯⋯⋯⋯⋯⋯216

第十一篇工业

第一章主要工业

第一节造纸印刷⋯⋯⋯⋯⋯⋯225

第二节化工⋯⋯⋯⋯⋯⋯⋯⋯⋯226

第三节纺织⋯⋯⋯⋯⋯⋯⋯⋯⋯227

第四节建材⋯⋯⋯⋯⋯⋯⋯⋯⋯228

第五节皮革⋯⋯⋯⋯⋯⋯⋯⋯⋯229

第六节食品⋯⋯⋯⋯⋯⋯⋯⋯⋯230

第七节机械⋯⋯⋯⋯一⋯⋯⋯⋯232

第八节煤炭⋯⋯⋯⋯⋯⋯⋯⋯⋯233

第二章乡镇工业

第一节发展概况⋯⋯⋯⋯⋯⋯⋯239

第二节机器设备⋯⋯⋯⋯⋯⋯⋯240

第三节产品产量⋯⋯⋯⋯⋯⋯⋯240

第十二篇交通邮电

第一章公路

第一节古道⋯⋯⋯⋯0·o 01 ol$oi$8⋯245

第二节公路⋯⋯⋯⋯⋯⋯⋯⋯⋯245

第三节桥梁⋯⋯⋯⋯⋯⋯⋯⋯⋯248

第四节运输⋯⋯⋯⋯⋯⋯⋯⋯⋯249

第五节经营管理⋯⋯⋯⋯⋯⋯⋯251

第=章铁路

第一节铁路线⋯⋯⋯⋯⋯⋯⋯⋯254

第二节桥梁隧道⋯⋯⋯⋯⋯⋯255

第三节运输⋯⋯⋯⋯⋯⋯⋯⋯⋯255

第三章邮电

第一节邮政⋯⋯⋯⋯⋯．．．⋯⋯⋯261

第二节电信⋯⋯⋯⋯⋯⋯⋯⋯⋯265

第十三篇商业

第一章经济成份

第一节私营商业⋯⋯⋯⋯⋯⋯⋯273

第二节集体商业⋯⋯⋯⋯⋯⋯⋯274

第三节国营商业⋯⋯⋯⋯⋯⋯⋯275

第=章经营网点

第一节商店⋯⋯⋯⋯⋯⋯⋯⋯⋯275

第二节集市贸易⋯⋯⋯⋯⋯⋯⋯276

第三章商品购销

第一节日用商品购销⋯⋯⋯⋯⋯279

第二节农业生产资料供应⋯⋯⋯280

第三节农副产品与废品收购⋯⋯282

第四节计划物质⋯⋯⋯⋯⋯⋯⋯282

第五节对外贸易⋯⋯⋯⋯⋯⋯⋯286

第六节饮食服务业⋯⋯⋯⋯⋯⋯288

第十四篇粮食

第一章粮油购销

第一节征收征购⋯⋯⋯⋯⋯⋯293

第二节销售⋯⋯⋯⋯⋯⋯⋯⋯⋯294

第三节盐购销⋯⋯⋯⋯⋯⋯⋯“·295

第二章粮油加工

第一节粮食加工⋯⋯⋯⋯⋯⋯⋯296

第二节食油加工⋯⋯⋯⋯⋯⋯⋯297

第三节饲料加工⋯⋯⋯⋯⋯⋯⋯297

第三章储运

第一节粮食储存⋯⋯⋯⋯⋯⋯⋯297

第二节民间储粮⋯⋯‘⋯⋯⋯⋯⋯298

第三节调拨运输⋯⋯⋯⋯⋯⋯⋯298

第十五篇财政金融

第一章财政

第一节机构及体制⋯⋯⋯⋯．．．⋯

第二节财政收入⋯⋯⋯⋯⋯⋯⋯

第三节财政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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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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